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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新闻

本报讯 未来教育是什么样子？人工智

能在教育中能起到多大作用？如何正确把握

智慧教育的脉搏？

在信息化时代，人工智能在教育中的应

用已经成为一种需求和潮流，一些先行者通

过实践，正在为后人探索一条可借鉴之路。

他们充分利用技术的力量，组织教师创新教

学模式，为推进课堂教学改革摸索出了一些

实践经验。

在推动教育信息化发展方面，浙江省已

走在全国前列。现在，智慧教育领域的一场

盛宴，如期拉开帷幕。

5 月 22 日～24 日，2019 第四届两岸智

慧好课堂邀请赛在湖州市德清县举行，一场

汇集上千名教师和教育专家的智慧教育头脑

风暴席卷而来。

主办方邀请了来自海峡两岸的 19 个智

慧教师战队，他们相聚德清，通过对示范课程

与技术的有效整合，恰当运用技术，探寻未来

教育的方向。这些受邀战队，都希望展现自

己这些年在智慧教育领域取得的丰硕成果。

这些战队分别是——上海静安战队、广

东东莞战队、四川广江羊联队、四川郫青金武

联队、安徽马鞍山战队、湖北武汉战队、新乡

原阳战队、台湾台北战队、台湾桃园战队、杭

州江干战队、宁波镇海战队、浙江温州联队、

湖州德清战队、湖州吴兴战队、金华东阳战

队、台州玉环战队、丽水云和战队、衢州江山

战队、浙师大附校联队。

本届邀请赛设置了冠、亚、季军及优胜

奖。在赛制设计上与热门综艺节目“中国好

声音”有些类似，由“领队”组织5位跨学科智

慧教师团队，聘请“导师”专业指导，以团队合

作学习的方式，进行系统性的教师专业成长

训练。

本届“两岸智慧好课堂”不仅有一线教

师的实战演练，还有智慧教育领域专家们的

智慧分享。作为一年一度的智慧教育盛会，

智慧教育高峰论坛这个传统项目仍将保留，

今 年 论 坛 的 主 题 为“ 人 工 智 能 与 未 来 教

育”。

参加高峰论坛的专家有：著名教育学者、

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袁振国，北京师范大

学智慧学习研究院联席院长、教育信息化协

同创新中心副主任黄荣怀，台湾科技大学数

位学习与教育研究所讲座教授黄国祯等，他

们将各自奉献精彩演讲。

在此次论坛上，袁振国将回答“未来的教

育会是什么样的”这个问题。他这样描绘：

“未来的学校，是一个学生活动的地方，是学

生们互相交流思想、交流感情的场所。一句

话，学校将真正成为师生共生共创、共同成长

的地方。”

他认为，在新时代背景下，教师的功能将

发生变化。未来的教师主要做些什么呢？归

根到底，就是要回归到做人的工作。“教师是

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从本质上来说，教师的工

作在于塑造灵魂、引领人生，这是教师区别于

其他职业的根本所在。”

此次活动还将举办 2019 浙江省智慧教

育装备展，来自全国各地的厂商摆好架势，向

与会代表呈现他们最新的智慧教育装备。

本届邀请赛由浙江省教育技术中心、浙

江省教育科学研究院、湖州市教育技术中心

指导，德清县教育局、浙江省教育学会、浙江

省智慧教育联盟共同主办。

第四届两岸智慧好课堂邀请赛明天开幕，上千老师探讨“人工智能和未来教育”

机器人会抢走老师的饭碗吗
本报记者 梁建伟

本报讯 昨天，浙江大学宣布成立艺术与考古学院。

钱报记者第一时间采访了新成立的艺术与考古学院院

长、国际知名中国艺术史专家白谦慎教授。白谦慎1986年赴

美读博，曾长期执教于波士顿大学艺术史系。

据白谦慎介绍，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并不是“平地起

高楼”。在此之前，浙江大学的科技考古就做得有声有色，取

得了许多令世人瞩目的成就。

比如，近10年来，沿着中国文化边疆和陆、海丝绸之路的

主要站点，浙大文物数字化团队将敦煌莫高窟第 220 窟在浙

大按 1∶1 的比例尺寸重建，精确还原初唐精美雕像和壁画的

色彩与质感；将云冈石窟 10 米高的坐佛按原比例高精度 3D

打印⋯⋯

浙大也有悠久的艺术教育传统，新学院在此基础上，整合

了艺术学系、文物与博物馆学系、艺术与考古博物馆、文化遗

产研究院、中国古代书画研究中心等单位建立。新学院以“5

系+1 馆”为基础建构，拟设考古与文博系、艺术史系、美术学

系、设计学艺术系四个学系和艺术与考古博物馆，条件成熟时

将“考古与文博系”分设成“考古学系”和“文化遗产与博物馆

学系”。

学院现在已经拥有艺术学理论、考古学两个一级学科和艺

术设计学二级学科，考古学、艺术学理论两个博士后流动站。

学院现有专职教师近60人，本硕博学生430余人，有文物与博

物馆学、书法学、中国画、环境设计、视觉传达设计等本科专业。

在白教授的成长经历中，博物馆起到了重要作用。白谦慎

在国外的第一门艺术史课，上课地点就是在大都会博物馆的库

房内。因此，艺术与考古博物馆将在新学院的人才培养中扮演

重要角色。白谦慎表示，这将是国内第一家大型专业教学博物

馆，在博物馆内，以实物教学和“虚拟”教学的方式来进行，“这

一举措在实现与国际一流高校同领域教学模式对接的同时，还

将引领国内与亚洲艺术与考古领域教学的新潮流。”

通讯员 柯溢能 吴雅兰 刘苏蒙 本报首席记者 王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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